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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一季度中经农业经济景气指数年度报告显示——

生 产 略 有 回 落 结 构 持 续 优 化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趋势研究院 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

谨防生猪价格过快上涨
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副主任 张海旺

中经农业经济景气指数

中经农业经济景气监测预警结果显示，2019年一季度，中经农业经济景气指数为99.4，比2018年四季度回落1.1点，比上年同期低1.6点。中经农
业经济预警指数为80.0，比2018年四季度低6.7点，由“绿灯区”回落至“浅蓝灯区”。一季度，农业生产略有回落，农业生产结构持续优化；财政支
农力度持续加大；粮油食品零售平稳增长。但在乡村振兴战略框架下，农业投资增速明显回落不利于农业持续健康发展，应予以关注。

从未来预期看，农业生产有望保持平稳增长。随着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深入推进，国家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农业农村改革不断深化，产业
融合向纵深发展，农民收入有望继续保持平稳增长。未来农业景气有望有所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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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经农业经济景气指数由经济日报社中
国经济趋势研究院、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
监测中心联合编制而成，通过定量指标，监测
农业经济的周期波动情况，同时预测农业经济
的未来趋势。

中经农业经济景气指数报告以监测中经
农业经济景气指数（简称农经景气指数）和中
经农业预警指数（简称农经预警指数）的运行
状况为核心，同时监测农业生产、投资、价格、
农产品市场和农民生活等多方面指标，全方位
反映农业经济景气状态。报告分为四部分：第
一部分为农经景气指数监测，通过分析农经景
气指数的变动情况反映农业经济景气的变化
方向；第二部分为农经预警指数监测，通过分
析农经预警指数的变动情况，采用蓝、红等5色
灯号系统，直观反映农业发展所处的“冷”“热”
状态区间；第三部分为农业重点指标监测，通
过对农业生产、投资、价格、贸易、农民生活以
及当前农业相关热点问题等方面的监测和分
析，全面深入把脉农业发展现状；第四部分为
预测及建议，通过模型预测农业景气未来趋
势，并对促进农业发展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中经农业经济景气监测预警结果显示，
2019年一季度，中经农业经济景气指数（以
下简称农经景气指数）为99.4，比2018年四
季度回落1.1点，比上年同期低1.6点。中经
农业经济预警指数（以下简称农经预警指数）
为80.0，比2018年四季度低6.7点，由“绿灯
区”回落至“浅蓝灯区”。

农经景气指数有所回落

在构成农经景气指数的6项指标中，与
上年四季度相比，财政农林水支出增速有所
上升，农业生产、务农收入、农产品出口、农业
投资和农业劳动生产率增速均有所回落。

进一步剔除随机因素后的农经景气指数
（农业经济景气指数走势图中的蓝色曲线）为
99.3，与保留随机因素的农经景气指数基本
持平（略低0.1点）。

预警指数回落主要与农产品外贸走弱有
关。在构成农经预警指数的10项指标中，位
于“绿灯区”的有6项指标，分别为第一产业
增加值、农村居民人均经营净收入、农产品生
产价格指数、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逆转）、
农林水财政支出和猪料比；位于“浅蓝灯区”
的有2项指标，为谷物及制品进口额和粮油
食品零售额；位于“蓝灯区”的有2项指标，为
农产品出口额和农林牧渔业固定资产投资
额。从灯号变动情况来看，一季度农产品出
口额从“浅蓝灯”降至“蓝灯”，谷物及制品进
口额从“绿灯”降至“浅蓝灯”；其它8项指标
灯号均未发生变动。

农业生产略有回落

2019年一季度，第一产业增加值8769.4
亿元，同比增长2.7%，增速比2018年全年回
落0.8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回落0.5个百分
点，农业生产略有回落。

夏粮苗情基础良好，种植结构持续优
化。数据显示，河北、山西、江苏、安徽、山东、
河南、湖北和陕西八个冬小麦主产区长势总
体正常，苗情基础好于上年。

大豆种植面积增长明显，玉米种植面积
下降较多。受“扩大豆”政策影响，全国大豆
意向种植面积增长16.4%，吉林、黑龙江、辽
宁和内蒙古大豆意向种植面积分别增长
37.0%、28.4%、14.2%和14.1%。全国玉米意
向种植面积下降 3.1%，黑龙江、吉林和辽宁
分别下降15.8%、2.7%和2.2%。

小麦、稻谷、马铃薯种植面积略有下降。
小麦种植面积比上年下降0.8%；稻谷意向种
植面积比上年下降0.2%；受2018年马铃薯价
格下跌影响，马铃薯意向种植面积减少0.7%。

畜禽生产有降有增

生猪出栏存栏均有减少，猪肉产量下
降。一季度全国生猪出栏1.88亿头，比上年
同期减少1014万头，同比下降5.1%；猪肉产
量1463万吨，减少80万吨，同比下降5.2%。
其中，东北地区生猪出栏下降尤为明显，同比
下降12.0%；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生猪出栏
分别同比下降7.5%、5.4%和0.7%。

受非洲猪瘟影响，生猪存栏明显减少。
3 月底全国生猪存栏 3.75 亿头，同比减少
4199 万头，下降 10.1%；比上年末减少 5292
万头，环比下降12.4%。其中，能繁母猪存栏
3801万头，同比减少487万头，下降11.4%；

比上年末减少460万头，环比下降10.8%。
牛羊禽产品产量有所增加，存栏基本

保持稳定。一季度全国肉牛出栏 1111 万
头，同比增长 1.6%；牛肉产量 167 万吨，同
比增长 1.7%；羊出栏 7171 万只，同比增长
1.3%；羊肉产量 104 万吨，同比增长 1.4%；
家禽出栏 34.52 亿只，同比增长 1.9%；禽肉
产量 518 万吨，同比增长 2.1%；禽蛋产量
794 万吨，同比增长 2.3%。3 月底全国牛存
栏 9062 万头，同比增长 0.3%；羊存栏 2.99
亿只，同比下降 0.3%；家禽存栏 54.97 亿
只，同比增长 1.4%。

奶业振兴计划深入实施，一季度牛奶产
量达625万吨，同比增长2.0%。

农产品出口由增转降

一季度，我国农产品出口额为 172.2 亿
美元，同比下降 3.1%。其中，占比较大的水
海产品出口额同比下降2.2%；蔬菜出口额同
比下降9.8%，降幅比2018年全年扩大5.7个
百分点。从月度数据看，1月份至3月份农产
品出口额分别同比增长0.4%、下降25.6%和
增长12.2%。

粮食进口降幅扩大

一季度，我国谷物及其制品进口额为
16.2亿美元，同比下降9.5%，降幅比2018年
全年扩大3.1个百分点。主要受对美国高粱
加征进口关税影响，一季度我国几乎未进口
高粱。大麦进口额同比上升 22.9%；稻谷和
大米进口额同比下降 23.2%，降幅扩大 11.3
个百分点；小麦进口额同比上升70.9%；玉米
进口额同比增长84.1%，增速比2018年全年
回升53.4个百分点。

农产品生产价格由涨转跌

一 季 度 ，农 产 品 生 产 价 格 同 比 下 跌
1.7%，上年四季度为同比上涨0.3%。

一季度，农业产品和林业产品生产者价
格略有上涨，涨幅分别为2.0%和0.5%；畜牧
业产品价格下跌明显，跌幅为 5.3%；渔业产
品跌幅为2.8%。蔬菜同比上涨2.5%、水果上
涨6.2%、活牛上涨3.8%、活羊上涨13.0%；生
猪同比下跌8.8%、禽蛋下跌7.3%。

一季度，三大主粮价格呈现“一涨两跌”
运行特点。其中，玉米价格同比上涨2.9%，
涨幅比上年四季度回落 0.4 个百分点；稻谷
价格同比下跌5.0%，跌幅比上年四季度扩大
1.4个百分点；小麦价格同比下跌0.6%，上年
四季度为同比上涨2.7%。

一季度，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同比上涨
2.7%，涨幅比 2018 年全年回落 0.4 个百分
点。其中，价格波动幅度较大的有化学肥料、
农机用油、农药及农药器械、仔畜幼禽及产品
畜。一季度，化学肥料价格同比上涨 4.7%，
涨幅比2018年全年回落2.7个百分点；农机
用油价格同比下跌 1.6%，2018 年全年为同
比上涨 2.6%。农药及农药器械价格同比上
涨5.3%，涨幅比2018年全年扩大0.5个百分
点；受生猪价格环比持续上涨影响，仔畜幼禽
及产品畜价格同比上涨 2.7%，2018 年全年
为同比下降10.5%。

食品需求持续快速增长

一季度，反映最终消费的粮油、食品零售
额为 3627.7 亿元，同比增长 10.6%，增速比
2018年全年提升0.4个百分点。剔除价格因
素后，粮油、食品零售额实际同比增长8.0%，

实际增速与2018年全年基本持平。

务农收入增速有所下降

一季度，农村居民人均经营净收入为
1535元，同比名义增速为5.9%，比2018年全
年低 0.7 个百分点。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为4600元，比上年名义增长8.8%，扣除价
格因素，实际增长 6.9%，比 2018 年全年高
0.3个百分点，实际增速高于GDP增速0.5个
百分点，高于城镇居民1.0个百分点，城乡居民
收入比由上年同期的2.55∶1下降至2.53∶1，城
乡居民收入差距继续缩小。农村居民可支配
收入持续较快增长，在一定程度上与外出务
工工资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快速增长有关。
一季度，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名义增速达
9.0%，财产性净收入增速达10.1%。

农业投资增速明显下滑

一季度，农业固定资产投资额同比增长
2.8%，增速比2018年全年明显回落9.5个百
分点，比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低 3.5 个
百分点，近年来首次低于第二产业4.2%、第
三产业7.5%的投资增速。

财政支农力度持续加大

一季度，财政农林水支出4180亿元，同
比增长 14.6%，增速比 2018 年全年回升 4.7
个百分点。

农业劳动生产率增速降低

一季度，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为人均
4306 元（可比价），同比增长 4.2%，增速比

2018年全年回落1.9个百分点，比农业生产
增速高1.0个百分点。

农业景气有望回升

一季度，农业生产略有回落，农业生产结
构持续优化；财政支农力度持续加大；粮油食
品零售额平稳增长。但是，在乡村振兴战略
框架下，农业投资增速明显回落不利于农业
持续健康发展，应予以关注。

从未来预期看，农业生产有望保持平稳
增长。随着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深入
推进，国家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农业农村
改革不断深化，产业融合向纵深发展，农民收
入有望继续保持平稳增长。未来农业景气有
望有所回升。

经模型测算，2019年二季度和三季度农
经景气指数分别为 99.7 和 100.0，农经预警
指数分别为83.3和83.3，农业经济景气总体
稳中有升。

同时，也要看到，农业投资增速明显下滑
以及诸多不确定性因素仍是农业高质量发展
面临的挑战。因此，建议一要健全多元投入
保障机制，解决农业投资项目资金难题；二要
统筹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构建农业对外
开放新格局；三要强化农业科技支撑，提升农
业科技创新水平。

近年来，各级财政持续加大对农业农村
的支持力度，但社会资金投入相对不足。在
财政支农投入总量稳步增长的基础上，如何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拓宽资金筹集渠道、吸引
社会资本是解决农业投资项目资金难题的关
键因素。一是要积极打造涉农资金整合平
台，建立涉农资金整合协商机制，避免涉农资
金碎片化和低效化，最大限度发挥涉农资金
的合力。二是因地制宜，建立项目合理回报
机制吸引社会资本投向农业农村，如探索政
府和社会资本股权合作方式，提高社会资本
的投资回报率等方式撬动社会资本。

我国是农产品贸易大国，也是农产品进
口第一大国，但当前国际农产品贸易不稳定
性和不确定性仍较为突出。因此，在增加农
产品进口的同时，一方面要扩大中国优势农
产品出口，健全我国农业贸易政策体系，实施
特色优势农产品出口提升行动，推动高附加
值农产品出口，带动中国农民增收；另一方面
要积极推动农业“走出去”，提高利用国外农
业资源的能力，创新对外投资方式和海外运
营模式，提升我国农业在全球农业价值链中
的地位。目前，我国在“一带一路”相关国家
开展的农业投资合作项目超过650个，投资
存量达94.4亿美元。

农业发展新动能依托创新驱动的科技进
步，农业转型升级和提质增效也需要科技的
引领和支撑。应强化现代农业产业科技体系
建设，支持各类
创新主体大力发
展产业科技；强
化现代农业生产
科技体系建设，
支持现代种业科
技，大力实施农
业标准化战略；
强化农业经营科
技体系建设，依
靠科技创新提升
产业和产品的信
息化水平。

猪肉作为我国城乡居民主要副食品，
其价格变动一直备受各方关注。近一年
来，我国生猪价格波动较大，先跌后涨，一
年内振幅高达 60%。一季度，生猪出栏存
栏均明显减少，其中生猪出栏同比下降
5.1%，3月底生猪存栏同比下降10.1%，能繁
母猪存栏减少尤为明显。生猪产能下降幅
度之大为近年少见。能繁母猪存栏下降会
影响约10个月后肉猪出栏量，因而猪肉后
期供应明显偏紧，生猪价格仍存在继续大
幅上涨的风险。

造成生猪价格波动较大的主要原因是
2018年8月份爆发的非洲猪瘟。疫情爆发
初期，养殖户恐慌心理加剧，大量养殖户主
动抛栏导致猪肉阶段性供给增加，猪肉价
格阶段性下降，养殖户补栏积极性也受到
了一定影响。为防止疫情范围扩大，从9月
份开始实施跨省活猪禁运政策，这一方面

有效阻断了非洲猪瘟的部分传染途径，但
另一方面也改变了国内生猪市场的供需关
系，区域性矛盾突出。生猪价格在全国产
销区出现了严重分化现象，主产区大量活
猪积压导致价格骤跌，依赖生猪调入的地
区则由于供给不足导致价格上涨，以至于
主产区和主销区猪价相差一倍多。虽然目
前非洲猪瘟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跨省活
猪调运政策也有所调整，产销区价格分化
现象有所缓解，但由于供应偏紧，生猪价格
仍存在大幅上扬的风险。

需要注意的是，我国是猪肉消费大
国。从消费结构看，猪肉消费占肉禽类消
费总量比例超过60%。其价格大幅波动可
能造成生猪养殖产业无序动荡，也容易造
成CPI较大幅度波动，对民生造成冲击。4
月份，CPI同比上涨2.5%，涨幅比上月扩大
0.2个百分点，其中猪肉价格上涨14.4%，影

响CPI上涨约0.31个百分点。
为保障供给以防止生猪价格过快上

涨，促进生猪养殖产业健康有序发展，需要
从以下几方面加强管理。

一要继续加强猪瘟疫情防控，严格落
实各项防控措施。非洲猪瘟传染性强、
死亡率高，对我国生猪养殖产业造成了
不可忽视的影响，同时我国生猪养殖密
度高、整体防疫水平低，加大了非洲猪瘟
疫情防控的难度。根据其他国家和地区
防控非洲猪瘟的经验来看，要稳定生猪
出栏和价格，需要政府采取有效的扑杀、
防疫、调运及补偿措施。猪瘟疫情防控
具有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要不断强
化防控措施，抓住生猪屠宰、转运等关键
环节，强化养殖环节疫情排查，提高疫情
早期发现能力，同时落实好非洲猪瘟强
制扑杀补助政策。

二要强化市场监测预警，引导养殖户
预期。受防疫、运输等养殖成本上升影响，
目前生猪养殖户生产信心尚未恢复。应加
强生猪产业信息化建设，加强生猪屠宰环
节监测，充分发挥大数据作用，建立龙头企
业联网直报平台，保持监测数据稳定性和
数据质量。继续强化市场监测预警能力，
加强猪肉批发市场价格和交易量动态监
测，加大权威数据信息发布力度，加强信息
推送和服务，合理引导养殖户增养补栏，同
时加强防疫教育。

三要优化生猪产业布局，促进区域协
调发展。针对当前生猪供给不足的现状，
应积极扩大全国尤其是生猪自给率低的销
区生猪生产，逐步提高生猪自给率。对于
生猪自给率较高的主产区，应科学规划屠
宰产业布局，加强区域内统筹规划布局，加
快推进生猪屠宰标准化建设。


